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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是秦庆旺在北京理工大学
重庆创新中心（下称创新中心）的工作
常态。

秦庆旺是创新中心高光谱计算成
像团队技术负责人。早些年，秦庆旺
从北京理工大学博士毕业，在北京一
家企业工作近10年。

“我想多做些跟社会和行业发展
结合更紧密的工作。”秦庆旺说，2010
年，他之前的课题组老师邀他来创新
中心做高光谱计算成像及测量系统的
项目产业化。经一番考虑，秦庆旺离
开生活了20多年的北京，来到重庆开
启新的事业。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初来乍到的
秦庆旺，有诸多不适应，其中最难的是
与团队磨合。

团队组建初期，从方案设计到具
体实施，所有事都需要他亲力亲为。

后来，创新中心逐渐步入正轨，开
始扩充团队。然而，挑战也随之出现。

秦庆旺说，重庆在软件算法方面
的人才相对紧缺，团队成员多数是应
届毕业生，或欠缺经验的新人。首要
问题是让团队成员尽快转变角色，投
入到项目中去。

为此，秦庆旺时常花费大量时间，
对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指导。秦庆旺告
诉记者，“经过这一年调整磨合，目前
团队运行得非常好了。”

秦庆旺介绍，他的团队主要攻关
高光谱计算成像及测量系统项目。传
统的光谱成像设备核心是光谱分光器
件，高性能设备所需窄带的分光器件，
目前国内技术还无法实现。

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传统光
谱成像设备上，增加了光谱成像算法，
以软件技术突破硬件壁垒，使光谱数
据的呈现不再单纯依赖分光器件。团

队设计的新方案允许混合的宽带光谱
进入传感器，通过算法解构、重构与计
算，达到传统窄带分光的光谱成像效
果。

同时，算法降低了分光器件的工
艺难度，节约了系统成本。而且新方
案的入射光利用率大大提高，有效提
升了性能参数。

最重要的是，这一创新不仅让国
内掌握了光谱芯片的设计供应，而且
还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获得了整个
产业链条的自主知识产权。

经过近一年的开发，秦庆旺团队
已成功将项目成果转化成系列产品，
目前主要用于开发过程中页岩气井周
边地下水质监测以及工业检测中瓷砖
智能分选。

从理论到应用，这个过程说来
简单，实则异常琐碎。“前期研究环
境相对理想，得到的数据也较理
想。但当应用于产业时，外部环境
的各种干扰会让数据出现很多误
差。”秦庆旺说，如何降低噪声，降低
计算误差，使光谱重构算法的容忍
度更高，是产品化过程中最难也是
最核心的一点。

测试、发现问题、改进、再测试、再
改进……为了达到应用标准，团队成
员已经记不清对算法反复改进了多少
次。

接下来，秦庆旺团队还将对算法
进行持续优化提升，并将高光谱计算
成像系统推广应用，解决更多行业难
题。

从2003年至今，秦庆旺入党已经
18年了。“作为新时代的党员，最重要
的就是做好现在的科研工作，发挥好
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社会、国家多
做一些贡献。”秦庆旺说。

秦庆旺：

打破光谱成像技术垄断
解决更多行业难题

重庆科技报见习记者 石杰

消落带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生态系
统。近年来，因其环境特殊性所带来的
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的前沿研
究课题。

在重庆，有这样一位专家，她数十
年如一日带领团队在三峡库区重庆主
城段消落带开展一系列科研示范工作，
守护一方生态安全，其技术成果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她就是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
院院长艾丽皎。

近日，记者采访了艾丽皎院长，了
解她和团队修复消落带、攻克世界级难
题背后的故事。

“消落带是一种水陆交错带，具有
十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功能特征。”艾
丽皎说，近年来，受三峡水库运行影响，
重庆主城段消落带面临夏季汛期和冬
季反季节淹水双重影响，全年淹没时间
大大长于三峡水库其它消落带，仅在海
拔 175 米高程全年淹没时间就长达
200余天；同时，消落带植物还受到夏
季高温高湿及干-湿交替气候环境影
响，植物生存面临极大压力。因此，筛
选适生植物及开发防洪抗冲刷固根措
施，是消落带生态修复成功与否的关
键。

艾丽皎介绍，三峡水库消落带的生
态环境质量直接影响两岸陆地生态环
境和水库水体环境质量。随着重庆城
市化进程加快，主城两江消落带生态环
境问题日益显现，人为干扰频发导致消
落带内植被覆盖度下降、水土流失严重
等，已严重影响重庆滨江景观品质和城
市形象。因此，开展重庆主城段消落带
生态治理，十分紧迫必要。

从2005年进入重庆市风景园林
科学研究院工作开始，艾丽皎团队就

将目标瞄准在重庆主城两江四岸消落
带生态修复上。为更加详细地掌握三
峡库区消落带的生态本底，她常常带
着团队深入重庆主城两江消落带开展
调查。

“我们经常在炎炎夏日中开展调
查，在暴雨中监测记录水位变化。虽然
很辛苦，但是大家都觉得这项研究特别
有意义。”艾丽皎回忆说。近年来，她带
领团队走遍了重庆主城两江四岸约
958公里岸线，摸清了两江四岸40.68
平方公里消落带类型、原生植被、土壤
环境和水文变化等基本情况，厘清了主
城两江四岸消落带存在的生态问题。

掌握基本情况后，2005年，艾丽皎
带领团队率先在江北区嘉陵江石门段
消落带实地开展耐淹植物筛选试验和
工程技术开发工作。经过10余年的努
力，团队从初始实验阶段所应用的70
多种湿地植物中，筛选出了适宜三峡库
区消落带生态修复的20种耐淹植物，
开发出提高植物保存率和成活率的5
个实用工程技术，使消落带生态修复工
作取得重大突破。

截至目前，艾丽皎带领团队共计实
施国家发改委和环境保护部等消落带
生态修复示范工程10余项，在主城建
设消落带生态修复示范区53.80万平
方米，指导区县推广示范消落带500余
万平方米，为重庆两江四岸消落带绿化
美化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生
态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绿水青山，要靠我们这代人守护，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工
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未来我
们将继续深入研究三峡库区消落带生
态修复，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
发展贡献绵薄之力。”艾丽皎说。

艾丽皎：

为重庆主城段消落带修复
提供科技支撑

重庆科技报记者 樊洁

艾丽皎（左三）向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介绍新优植物品种。 （受访者供图）

秦庆旺在测试液晶光谱驱动电路。 （受访者供图）


